
初夏的帕米尔高原依旧寒意袭人，

夜间气温低至零下。新疆喀什军分区

克克吐鲁克边防连，静谧地躺在海拔

4300 米的山窝里。

凌晨 3 点多，一轮弯月高悬头顶。

战士刑毅揉了揉眼睛，看了看手表，披

上大衣，轻轻地走到锅炉房添加煤炭。

这已经是他夜里第二次起床添煤，干完

活，刑毅感到困意全无，肚子不争气地

“咕咕叫”。

这 个 时 候 ，他 走 到 过 道 旁 的 一 处

桌 子 前 ，轻 轻 打 开 保 温 箱 ，取 出 一 个

热 气 腾 腾 的 包 子 和 一 瓶 牛 奶 ，吃 了

起 来 。 与 此 同 时 ，刚 刚 起 床 穿 上 战

斗 装 具 准 备 站 岗 的 战 士 格 加 也 取 出

一 个 包 子 塞 进 嘴 里 ，满 身 暖 意 走 向

哨 位 。

连队指导员李建阳告诉笔者，给战

士们提供夜餐缘于连队“心愿墙”上战

士小张写下的一个心愿：“每次半夜起

床执勤站岗，总会感觉饿，要是能吃份

夜宵补充一下，那该多好啊！”

为了体验战士们的感受，李建阳一

连数天给自己安排了夜间各时间段的

岗哨。经过对比，李建阳发现：凌晨 3

至 5 点这个时间段，高原地区室外温度

最低，身体能量消耗特别大。如果能吃

点食物，就可以确保精力充沛地站完一

班岗。

李建阳与支部一班人商量后决定，

炊事班每天熄灯前将包子、馒头、馍馍、

牛奶等食物加热存入保温箱中，供夜间

站岗和加班的官兵食用。此举得到了

战士们的一致认同，大家说：“一份小夜

宵，温暖了整个寒夜，为连队党支部点

赞！”

一份夜宵，温暖高原执勤官兵
■本报特约通讯员 胡 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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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上行动”是第 77 集团军某旅的

计算机编程团队。这个业余爱好团队成

立 半 年 来 ，已 有 33 名 官 兵 成 为 其 中 一

员，囊括了软件开发、测试、管理等多个

领域的骨干。这些军营“极客”敲下大量

软件代码，编写了 11 个应用程序，为部

队多项工作提供了便利，为智慧军营建

设贡献了聪明才智。

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

的 排 长 韩 旭 ，是“ 码 上 行 动 ”团 队 的 创

始 成 员 。 分 配 到 部 队 不 久 ，她 就 编 写

出 一 款“ 人 员 信 息 管 理 系 统 ”，该 系 统

集 人 员 信 息 统 计 、修 改 、搜 索 、筛 选 等

功 能 于 一 体 ，将 基 层 信 息 录 入 时 间 缩

短了近 90%。

这款软件极大简化了重复性的人

工劳作，减轻了基层官兵的负担，大家

反 响 十 分 热 烈 ，引 起 了 旅 党 委 注 意 。

部 队 信 息 化 建 设 对 编 程 的 需 求 很 大 ，

有 许 多 小 软 件 完 全 靠 上 级 研 发 不 现

实，靠社会订制怕泄密。与此同时，部

队 懂 编 程 的 干 部 和 战 士 越 来 越 多 ，却

缺少实践的平台，颇有“捧着金饭碗要

饭”的味道。

旅领导希望改变这一现状，积极扶

持官兵成立计算机编程团队，很快就吸

引了不少编程爱好者的参与，“码上行

动”团队由此诞生。一群酷爱编程的志

同道合者走到一块，大家白天训练，晚

上编程，连休息日都在写代码。

来自基层的眼睛更容易发现基层

的问题。排长王艺霖注意到，以往数据

录 入 系 统 后 ，由 于 缺 少 相 应 的 数 据 分

析，各连队无法从数据中横向比较自身

建设水平，于是编写了一套数据细化程

序，可在数据录入后生成柱状图、环状

图，以精确分析各单位在旅队范围内的

总体情况。

火力支援连战士马杰把目光投向训

练场，他与战友金行、安景琪通过在软件

中添加函数计算和模拟训练系统，极大

缩短了炮兵射击准备的时间，并且能够

模拟实弹射击流程检验训练成效，使连

队的训练成绩突飞猛进。

一时间，为通信装备训练设计的电

台操作模拟软件、为建设“智慧军营”研

发的数据传输系统、为方便人员请销假

编写的人力管理程序相继上线，惠及全

体官兵。文书上交材料再也不用机关基

层“折返跑”，鼠标一点就可以通过办公

网传给相应科室；官兵在软件中输入训

练成绩，可以自动生成针对性的训练套

餐……

前几天，几位军营“极客”制作的“我

来擎起党旗”互联网小程序吸引了全旅

官兵前来打卡。宣传科科长胡建峰谈

道，这个小程序的开发使用，增强了党史

学习教育的体验感和互动性，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

随着这场技术创新牵动着部队战

备、训练、教育、管理等多方面的创新，旅

领导对于“码上行动”团队的未来更加憧

憬：“虽说当下还不能完全满足部队信息

化建设的需要，但今时今日种下的种子，

一定会在明天长得更高更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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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某部着眼建设过硬基层，规

范还权基层的 3 类 12 项措施，制订下发

56 条为基层办实事解难题清单，将抓建

实际权力交还基层，以激发基层自主抓

建的积极性。此举一出，不仅上级称道，

基层也纷纷点赞。

部队体制编制调整后，基层单位范

围更广、类型更多，动态分散的特点更明

显，小机关带大部队模式更突出。实践

中，有的领导机关抓建基层事无巨细、事

必 躬 亲 、统 得 过 死 ，喜 欢“ 一 竿 子 插 到

底”，以机关抓代替基层抓，机关乱忙、基

层忙乱的现象较为普遍。

基层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领导机

关的指导帮建固然重要，但推进基层建

设 良 性 发 展 ，更 加 需 要 基 层 的 自 主 抓

建。只有充分激发基层自建活力，依靠

基层抓基层，形成齐抓共管、双向发力的

良好局面，基层建设才能结出硕果。反

之，若是基层自主抓建意识弱，事事靠帮

带、处处等指导，就很难有大的作为。

习主席强调，要增强基层内生动力

和工作主动性，紧紧依靠官兵把基层建

设好。各级领导机关要认清基层官兵

在基层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把指导帮建

的着力点放在提升基层的自建能力上，

尊重基层的工作安排权、人员使用权、

财务支配权，给基层施展拳脚、大展身

手 留 有 足 够 空 间 ，让 基 层 官 兵 在 唱 主

角、担重任中增强自我抓建的责任感、

荣誉感，开掘抓建潜能，凝聚起自主抓

建的强大合力。

当然，依靠基层抓基层并非放任自

流、不管不问，更不是当“甩手掌柜”、懒

政怠政的借口，而是要求各级领导机关

依法帮建、科学帮建，妥善处理好“授人

以鱼”与“授人以渔”的辩证关系，搞好把

关定向，注意时度效，做到“居其位、安其

职，尽其诚而不逾其度”，当好基层官兵

的后盾，确保基层建设始终在正确的轨

道上进行。唯有这样，全面锻造过硬基

层才能大步向前。

“抓基层”不能代替“基层抓”
■向 勇 张光轩

海拔 4989 米的高原某观察哨，面

积只有 4平方米，21岁的新疆军区某团

上等兵余招林在这里坚守了 3个多月。

哨所里，炉火烧得很旺，半人高的

氧气罐显得格外显眼。尽管室外寒风

呼啸，可室内温暖如春，置身其中，感

觉不到寒冷。

余招林通过观察镜，聚精会神地

盯着前方的一切。记者一眼望去，面

前全是莽莽的雪山、漫漫的风沙。

“我的眼前，是祖国的边关；我的

身后，是祖国的大好河山。”余招林动

情地说，“别看这哨所很小，在我心里

却无比辽阔。”

来自江西上饶的余招林，在红色

资源的熏陶下，从小就有军旅梦。高

考时，一心想考军校的他，因几分之差

未能如愿。坐在大学校园里，他的心

依然向往火热的军营。大一时，余招

林看到校园里的征兵公告，立即报名

参军入伍。

梦想成真，余招林用百倍的热情

和 努 力 ，开 始 了 他 崭 新 的 军 旅 生 活 。

训 练 场 上 的 苦 ，余 招 林 不 怕 ，他 说 睡

一 觉 就 好 了 ；高 原 缺 氧 严 寒 ，余 招 林

也不怕，他说自己年轻身体好……这

些很多人眼里的困难，在余招林看来

都 不 算 什 么 ，他 真 心 喜 欢 军 营 ，早 已

给自己规划好了“军旅路线图”：报考

军 校 ，如 果 考 不 上 就 转 改 士 官 ，总 之

就是要在部队长期干。

“我没有想到自己如此幸运！”余

招林说，“自己当兵第一年，就有机会

来到哨所，领略边关的雄壮！”

他清楚记得第一次走上哨所时的

兴奋：别人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大口喘

气，而他却坚持一步不停；别人用半个

小时气喘吁吁爬上哨所，他却只用了

15 分钟。

当 战 友 们 还 在 与 高 原 反 应 对 抗

时，余招林已经开始张开双臂拥抱这

一切——群山就在脚下，雪峰就在眼

前，蓝天白云伸手就能触摸。在这里，

天气好的时候，清晨可以看到火红的

朝阳，傍晚可以欣赏到如梦似幻的彩

霞，深夜可以看到璀璨的星空……这

不曾预期的壮美，一下子征服了他的

心，也让他明白了“大好山河、寸土不

让”的真谛。

这小小的雪山一隅，在余招林眼

里却是一片成长的沃土：“在边关每待

一天，人生履历就增加一页；随海拔每

高一米，内心感悟就升华一层。”他说，

在这“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生

命禁区，自己现在经历的，都是社会上

同龄人不曾经历的，这是军旅给他人

生的一笔丰厚馈赠。

当然这里还有家一样的温暖。身

上穿的是新配发的保温防寒服；每天

上 哨 下 哨 ，都 有 干 部 骨 干 站 前 头 ；中

餐、晚餐每餐都能吃上 6 个菜，还有水

果和饮料；连队干部隔段时间就会打

电话到他家里，既报平安又问有无困

难……

最令他感动的是，今年春节前夕，

哨所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

慰问品，特别是看到来自家乡的大礼

包，余招林的自豪感、光荣感和成就感

溢于言表：“小哨所连着全中国，有人

民的牵挂和深情厚爱，我们在雪域高

原就不会感到寂寞！”

去 年 年 底 ，余 招 林 被 表 彰 为“ 四

有”优秀个人，成为全连第一个获此殊

荣的列兵。

“壮阔的大自然和火热的军营生

活，给了这些年轻人以辽阔而厚重的

生命体验。”该团领导介绍，此次高原

驻训，“00 后”战士人人递交请战书、决

心书，勇敢地担起新时代革命军人的

使命，他们无愧于青春、无愧于祖国。

4 平方米的辽阔
■本报记者 陈典宏

“这是军地几个单位筹集的现金，

你先收下抓紧给父亲治病！”4 月 26 日，

河北省兴隆县人武部政委杨振与当地

相关部门领导一行，走进八卦岭乡上等

兵贵龙家中，送上救济金以及米面油等

慰问品。

贵龙是该人武部送出的一名大学

生士兵，参军入伍后主动申请到最艰

苦的地方服役，最终如愿以偿来到新

疆军区某部。新训结束后不久，贵龙

就随部队上高原执行任务，受到部队

表彰奖励。

贵龙的母亲身体不好，需要常年吃

药，家里主要经济收入就靠几亩山地。贵

龙执行任务期间，家中又突遭变故——

父亲贵全付查出肺癌，需要大笔医疗费

用，让这个本不宽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无奈之下，他们向人武部求助。

“人武部作为战士的‘娘家人’，在

他们遇到困难时不能当甩手掌柜，有责

任帮他们渡过难关。”该部党委研究决

定，依照相关规定为贵龙申请了救济

金，同时还积极协调县双拥办和驻地拥

军企业救助这个困难家庭。

人武部与当地相关部门召开现场

协调会后决定，贵龙父亲的医疗费除新

农合报销额度之外，由乡民政部门按照

20%的标准进行救助，并优先为其父母

办理低保。考虑到贵龙是家中的独子，

县人武部还组织民兵在农忙季节帮助

其父母打理果树。一系列帮扶举措，解

了贵龙一家的燃眉之急，为他戍边守防

减少了后顾之忧。

据 了 解 ，该 县 人 武 部 还 联 合 县 双

拥办走访慰问了 22 名进藏进疆战士家

庭，及时为他们纾困解难。走访中，他

们 了 解 到 战 士 胡 滨 的 父 亲 突 患 脑 溢

血，立即协调有关部门对其进行有效

救助。

军地联手，救助困难战士家庭
■王 岩 赵恒震

新闻前哨

基层之声

图为余招林正在进行跪姿据枪训练。

杨 林摄

走进军营“00后”·记者高原蹲点手记⑤

5 月中旬，第 82 集团军某教

导大队百余名预任参谋、干事学

员来到狼牙山红色圣地，参观纪

念展馆并瞻仰狼牙山五壮士雕

塑。图为他们在展馆开展主题党

日活动。 刘晓飞摄


